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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的研究以東北角潮境與蝙蝠洞潮間帶為觀查地點，針對寶螺進行將近兩年的調查，

除了調查出寶螺種類，更以數量最多的雪山寶螺為主題，進行數量、體長、護卵的資料蒐集，

在體長資料的分析中，發現潮間帶的雪山寶螺並沒有明顯成長的跡象。另外也意外發現海溝兩

側雪山寶螺數量的差異後，設計海浪沖擊實驗，實驗結果與野外狀況相吻合，雪山寶螺較不容

易面向浪。再利用此海浪模組，設計漲退潮實驗，發現雪山寶螺在藻類充足下，並不會隨意離

開岩塊。 

接著利用不同季節的飼養結果(無成長)、卵堆出現狀況(一年四季)、母螺護卵時的體長

(2.1~3.5cm)，推測雪山寶螺應是陸續進到潮間帶，陸續產卵，以達分散風險，且進到潮間帶的

雪山寶螺應該已經達到成熟狀態。 

 

壹、研究動機 

經常到學校附近潮間帶玩耍的我們，從未注意到海邊有那麼漂亮的生物—寶螺，牠們有

著獨特的外套膜讓自己的殼更光亮，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生物，但我們對牠們的認識卻相當有限，

於是我們決定展開一系列對寶螺的觀察與研究，希望可以對這種生物的生態有更完整的了解。 

 

貳、研究目的 

一、想知道潮境潮間帶寶螺種類、外觀特徵與棲息環境？ 

二、想知道寶螺白天與夜晚的活動狀況？及光線對牠們的影響？  

三、想知道寶螺的攝食狀況？ 

四、想知道潮間帶寶螺的成長狀況(並以雪山寶螺擴增研究)？ 

五、想知道整年度各種寶螺出現狀況(潮境與蝙蝠洞)？  

六、想了解雪山寶螺的繁殖狀況？ 

七、想知道不同環境地形對雪山寶螺棲息的影響？ 

八、想知道海浪沖擊對雪山寶螺棲息的影響？ 

九、想知道漲退潮對雪山寶螺活動的影響？ 

十、想知道寶螺與寄居蟹的關係？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室飼養﹙30 公分水族箱數組、檯燈、海水大水箱等﹚ 

二、攝影實驗組﹙攝影機、相機、腳架﹚  三、體長實驗組(游標尺、培養皿、淺盤子)  

四、放大工具組(顯微鏡、放大鏡…)       五、野外調查採集(水桶、小塑膠盒) 

六、海浪沖擊與漲退潮實驗(3 呎魚缸*2、馬達*3、造浪塑膠盒數個、定時器*2、水管) 

 

肆、研究過程、方法、研究結果及討論 

研究一、想知道潮間帶寶螺種類、外觀特徵與棲息環境？ 

(一) 方法：1. 野外踏查、記錄--拍照後，回實驗室透過圖片比對。研究前半年在潮境潮間帶



2 

進行全面性調查，記錄所有出現的寶螺種類與棲息環境，之後一年多則鎖定穩定出現種類進

行各項實驗與調查。 

2. 107/6 開始，加入了 10 公里外的另一個潮間帶的調查(蝙蝠洞潮間帶)，希望透過不同區域

的長期調查，更了解寶螺的棲息與出現狀況。 

3. 每個月會有兩次較大的退潮(農曆初一、十五附近)(夏、冬才會有-50 以上大退潮，春、秋

則沒有)，我們在這兩次大退潮會分別到潮境與蝙蝠洞進行寶螺數量與體長的調查。 

 

 

 

 

 

 

 

 

圖 1-1:研究區域地理位置圖 

 
圖 1-2: 潮境潮間帶寶螺調查區域劃分(研究初期 105/8~105/10) 

 
圖 1-3：潮境潮間帶雪山寶螺調查區域(中後期確定位置 105/11~107/6)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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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雪山寶螺
調查區域 

金環寶螺
主要區域 

其他類寶螺出現區域
(去年已完成調查) 

潮境潮間帶(實驗區) 

長潭里漁港(觀察比較區域) 

蝙蝠洞潮間帶(實驗與採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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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蝙蝠洞潮間帶雪山寶螺調查區域(中後期 106/6~107/6) 
(二) 結果 1： 圖 1-5 寶螺基本外觀說明(雪山寶螺) 

 
(二)結果 2：表 1-1 潮境潮間帶各類寶螺外觀比較 

種類 

項目 

阿拉伯寶螺

Cypraea arabica 

白星寶螺

Cypraea vitellus 

雪山寶螺

Cypraea 
caputserpentis 

腰斑寶螺

Cypraea erosa 

愛龍寶螺

Cypraea errones 

外觀 

 
   1cm 

 
   1cm 

 
   1cm 

 
 1cm 

 
   1cm  

外套膜型

態 

     
殼長約(cm) 7 4 3.4 3.2 2.8 
螺殼顏色/

斑紋 
褐色細條紋 褐色有白斑 

褐色有白斑、

前後大白斑 

乳白有白斑、

邊緣一褐斑 

黃褐色有褐色

碎斑 

外套膜 灰黑色有肉棘 黑色有黃肉棘 紅褐密布肉棘 灰褐有大肉棘 黃灰有肉棘 

觸角顏色 黑 黑 紅褐 紅褐 橘黃 

乙區(蝙) 

甲區(蝙) 

觸角 

眼睛 

光滑螺殼 

水管 

外套膜 腹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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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項目 

紅花寶螺

Cypraea helvola 

黃寶螺

Cypraea moneta 

金環寶螺

Cypraea 
annulus 

白貓寶螺

Cypraea listeri 

銀絲寶螺

Cypraea 
clandestina 

外觀 

 
      1cm  

 
  1cm 

 
1cm 

 
 0.5cm  

 
0.5cm 

外套膜型

態 

     
殼長約(cm) 2.3 2.5 2.5 1.2 1.2 

螺殼顏色/

斑紋 
紅褐色有白斑 乳黃色 白色及金色環 

灰褐有褐色碎

斑 
紅褐有細條紋 

外套膜 橘紅多肉棘 黑色有黃肉棘 灰黑有細肉棘 橘紅少肉棘 黑色少白肉棘 

觸角顏色 橘紅 淡黃 淡黃 黃褐 黑 

 
項目 

種類 
外觀 外套膜型態 殼長約(cm) 

螺殼顏色/

斑紋 
外套膜 觸角顏色 

阿拉伯寶

螺幼貝 

Cypraea 
arabica 

 
    1.0 cm 

 
 

4.2 
深褐色粗橫

紋 

灰黑色

有肉棘 
灰黑 

(二)結果 3：表 1-2 各類寶螺棲息環境說明 

棲息環境 

阿
拉
伯
寶
螺 

白
星
寶
螺 

低潮帶潮池海溝夜晚出來覓食 常棲息在低潮帶的石縫之間 

雪
山
寶
螺 

 

腰
斑
寶
螺 

退潮便縮在石縫、石洞或藻類之間(多) 潮池的珊瑚礁岩下是牠們常棲息的地方 

愛
龍
寶
螺 

 

紅
花
寶
螺 

低潮帶潮池珊瑚礁岩下 低潮帶珊瑚礁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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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寶
螺 

 
金
環
寶
螺 

低潮帶潮池偶爾見到牠們爬出來覓食(少) 低潮帶潮池或岩塊石縫可以發現牠們 

 

白
貓
寶
螺 

 

銀
絲
寶
螺 

低潮帶潮池珊瑚礁岩下(少) 低潮帶潮池石縫或石塊下(極少) 

(三)發現與討論 1：1.我們從 105 年 8 月開始在這些區域進行調查，但一直到 11 月中，我們調

查到的寶螺數量寥寥無幾，我們只在 G 區發現 2 隻愛龍 1 隻金環寶螺(翻石頭)，F 區域發現 1

隻愛龍寶螺(翻石頭)。這個結果讓我們懷疑是否該往更靠海的區域調查？於是我們在 11 月開

始挑選大退潮的時間(潮高-50 以下)去調查，並重新劃分調查範圍。 

2. 經過幾次夜間大退潮調查，我們發現雪山寶螺幾乎都在低潮帶與亞潮帶交接附近，也就是

紅藻跟綠藻重疊的範圍出現，數量非常可觀，金環寶螺雖然也會在類似區域出現，但數量少

很多，至於其他類的寶螺也都是在低潮帶接近亞潮帶附近，有些必須翻石塊才容易找到。 

3. 每種寶螺的螺殼斑紋都有些差異，加上外套膜的不同，讓每種寶螺都有牠獨特的地方，有

些可能跟牠棲息環境有關。我們也針對調查的寶螺種類，設計螺殼與活體的檢索表，提供有

興趣的同好可以做初步的辨識。(附件一) 
4. 牠們的棲息區域在一般退潮(潮高-30cm)是很難觀察的，大概都要在潮高-45~-60cm 之間才

比較能到那些區域觀察。 

 

研究二、想知道寶螺白天與夜晚的活動狀況？及光線對牠們的影響？ 

※動機：書本上提到一般寶螺是夜行性(陳揚文/2011)，我們也想知道學校附近的寶螺是否也

是有相似的狀況。 
(一) 方法 1：魚缸飼養，標出 10 個不同位置，長期記錄在「白天」時寶螺位置的變化。  

  
◎ 設定魚缸中的十個位置 ◎ 每天在不同時間記錄牠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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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各種寶螺夜晚活動率比較

(二) 結果 1：我們發現，大部份寶螺白天幾乎是不動的，不會一直爬來爬去，但牠們可能會更

換位置，每天超過六成都會換位置。而白貓、愛龍在白天幾乎不太換位置。(圖 2-1) 

 

2.以雪山寶螺為例，一早的記錄，牠們大多是停在石塊下(9 號位置)圖 2-2 

(三) 發現與討論 1：1.寶螺在白天會偶爾更換位置，可能受到驚擾、或許陽光照到。(圖 2-1) 

2.較大型的阿拉伯、白星換位置情況還蠻明顯的，或許是我們的魚缸對牠們來說小了點，讓牠

們沒法找到適合的躲藏地吧！ 

3.雪山寶螺白天並不會有太明顯移動，整個白天待在石頭底部(編號 9)的次數最高(有 12 天)，其

他狀態大多只有一天或兩天，看起來應該是會試著隱藏自己。 

(四) 方法 2：為了瞭解寶螺夜間的活動狀況，我們在夜間時點上微亮的光，並架設攝影機長時

間拍攝，隔天透過影片瀏覽，再計算各個寶螺的夜間活動率(活動時間/夜間總時間)。 

  
◎ 架設攝影機拍攝夜間狀況 ◎ 透過電腦計算夜間活動時間 

(五) 結果 2：每種寶螺夜間至少都有 2.5 小時以上在爬行。 

(六) 發現與討論 2：每種寶螺夜間活動

量並不太一樣，以愛龍的活動時間特別

久，夜晚超過五成的時間(將近六個小

時)都在移動。 

※疑問：白天寶螺都不動，是因光的關

係嗎？如果讓光線消失，寶螺會開始移

動嗎？  

(七) 方法 3: 白天時，先記錄寶螺實驗

種類的位置及外套膜狀態，接著利用大

箱子小心蓋上，並用抹布圍住邊緣，使

光線完全不會進入，每隔一個鐘頭翻開

一小縫觀察寶螺位置與外套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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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寶螺白天更換位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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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雪山寶螺白天位置(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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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各類寶螺蓋箱子後--換位置比例(八) 結果 3:如圖 2-4 

(九) 發現與討論 3：1.實驗的四個種類在蓋箱

子後，光線消失了，會換位置的比例非常高，

是不是蓋箱子後讓牠們以為已經天黑了，可

以開始出去覓食了呢？ 

2.由此實驗可知，寶螺對於光線蠻敏感的，難

怪牠們都是晚上才出來覓食。 

4.寶螺在爬行時，大部分都會伸出外套膜，讓

自己跟周圍的環境更相容。 

※ 疑問：這些寶螺如果是夜晚出來覓食，

是吃甚麼呢？ 

 

研究三、想知道寶螺的攝食狀況？ 

 (一)方法 1：我們在每個種類的魚缸中放兩顆石頭，一顆長了綠藻，一顆長紅藻，接下來每天

記錄這些寶螺待在紅藻區與綠藻區的隻數(共進行 20 天)，平均之後，看看他們對不同藻類是否

有不同喜好。 

 

  

  
◎ 記錄完後用箱子蓋住魚缸 ◎ 同時兩組一起進行 

  
◎ 一小時後金環寶螺爬行且外套膜伸出來 ◎ 蓋箱子的雪山寶螺伸出外套膜並改變位置 

  
◎ 魚缸兩邊各放一塊紅藻石頭跟綠藻石頭 ◎ 金環寶螺在紅藻石塊下聚集 

紅藻 綠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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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 1：1.大部分寶螺似乎對紅藻較喜愛。(如圖 3-1) 

(三)發現與討論 1：1.我們剛開始其實是用綠

藻的石頭在飼養，也都有吃，但後來發現牠

們棲息的區域似乎比較靠近紅藻區域的低潮

帶，從這實驗我們發現，多數寶螺對紅藻類

是有偏好，這跟棲息環境應該很有關係。 

2.雪山寶螺出現在紅藻、綠藻的比例不會差太

多，野外牠們的棲息環境也是在紅藻綠藻交

接的區域，躲在石塊下的比例不會特別高，

這跟我們野外見到牠們時，大部分都是裸露

在岩塊上也是相吻合的，牠們的螺殼及外套

膜，跟環境都是很相似的。 

※ 動機：發現牠們對紅藻的喜好多過綠藻，但難道牠們都只吃藻類嗎？固著性的動物有沒有

可能成為牠們的食物呢？我們想到石縫間常有海綿固著在岩石上，於是我們決定試試這會不會

也是牠們的食物。 

(四)方法 2：1.在寶螺棲息區域找尋石縫間的海綿，將有海綿的岩塊敲落，帶回實驗室試驗。 

2.將有海綿的岩塊與有紅藻的岩塊同時擺放在魚缸中，放入雪山、金環、愛龍三種寶螺飼養，

並利用夜間攝影，觀察牠們攝食狀況。 

3.為更確切證明牠們的攝食喜好，這次我們改在夜間進行，以牠們停留時間來進行量化比較，

每停留十分鐘算一次，六個夜晚的實驗，計算牠們平均每晚停留幾次，停的越久，代表活動與

進食的量越多。 

  

◎ 潮間帶採集海綿 ◎ 岩縫上的海綿 

 
 

◎ 魚缸中擺放海綿與有紅藻岩塊 ◎ 雪山寶螺聚集攝食海綿 

  

◎ 愛龍寶螺吐出口器攝食海綿 ◎ 金環寶螺攝食海綿 

海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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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各類寶螺對紅藻綠藻喜好狀況

綠藻 紅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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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金環寶螺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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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愛龍寶螺成長曲線

愛龍1 愛龍2 愛龍3

(二)結果 2：如圖 3-2 

(三)發現與討論 2：1.經過六個

夜晚的實驗結果可以看出，其

實寶螺並不是只會吃藻類，如

果將海綿與紅藻岩塊放在一起，

雪山寶螺則有部分會攝食海綿，

但大部分還是以紅藻為主。 
2.愛龍寶螺則很明顯的會持續

進食海綿，幾乎不到紅藻岩塊去，

顯然這種寶螺對海綿的喜好是

非常明顯的。 
3.至於金環則沒有特別明顯是

海綿或是紅藻，或許金環寶螺有

其它喜好的食物，由此可見，雖然都是寶螺，但食性其實還是有些差異，且多半都是雜食性，

不會只進食一種食物。 

 

研究四、想知道這些寶螺的成長狀況？ 

(一)方法 1：1.將野外採集回來的寶螺(105/11/13 蝙蝠洞採集)，分種類養在魚缸中，每週固定兩

天用游標尺測量寶螺的長、寬、高。 

 

(二) 結果 1：將近三個月的量測，大部分種類並沒有明顯成長。 

   

 

 

 

 

 

 

 

    

 

 

 

 

  
◎ 利用游標尺測量寶螺體長 ◎ 有時需要兩個人重複量以確定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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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金環寶螺成長曲線與生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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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腰斑寶螺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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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雪山寶螺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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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白貓寶螺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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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阿拉伯寶螺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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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白星寶螺成長曲線

  

 

  

 

 

 

 

 

 

  

 

  

 

 

 

 

 

 

   

 

 

 

 

 

  

 

 

(三) 發現與討論 1：1.大部分實驗室飼養的寶螺都沒有明顯的成長，在飼養的 2-3 月之中，

都有穩定攝食、爬行、排便，那為什麼沒有成長，我們推測，野外可以見到的可能大部分都

已經達成熟體長，不再長大，或者冬天並不是牠們明顯成長的時間，因此我們必須再觀察夏

天的成長狀況，來了解是否有不一樣的地方，只是野外很難找到同種類的幼小寶螺，幼小寶

螺是否有更隱蔽的棲息地，這也是值得再研究的議題。 

2. 我們最早飼養的兩隻金環寶螺(105/8/30~105/12/23)，後來交尾產卵了，這一對有稍微可以

看出成長曲線，約一個月的時間，從 2.2 公分長到 2.4 公分，但護卵後再量，母金環寶螺的

體長已經下降到 2.25 公分(比公的還小一點，因此圖鑑上說母的較公的大，可能不見得是如

此，雖然後來又長到2.3公分，但接下來一個月都不再長大，後來又再產第二次卵(一個月後)，

但過程中卻死亡了(原因不明)。 

從這結果我們推測牠們是可以多次產卵的，但間隔時間可能會蠻久的，那或許也可以初

步解釋為什麼我們飼養的其它寶螺都沒有交尾、產卵，牠們不太容易交尾、產卵，或者沒有

那麼強烈的意圖要交尾、產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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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這是我們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帶回實驗室飼養的寶螺，經過兩三個月的觀察，

幾乎都沒有成長的跡象，為了怕一次飼養不夠精準，我們在不同季節針對數量最多的雪山寶螺

進行飼養與殼長量測，同時在知道牠們也吃動物之後，也加入用海綿飼養的實驗。 

(四)方法 2：1.分別在不同季節，採集雪山寶螺進行飼養與體長量測，直到牠們自然死亡。 

2.在進行攝食實驗的同時，我們也記錄牠們有攝食海綿情況下的成長。 

3.除了針對不同季節的成長，我們也篩選不同大小個體的飼養，看看是否有成長的差異。 

(五)結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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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105/11/1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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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106/4/1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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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106/4/19~6/29海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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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106/4/2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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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106/5/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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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106/11/14~107/1/5)

雪山6-1 雪山6-2



12 

 

(六)發現與討論 2：1.從我們飼養與量測的結果來看，不管在甚麼季節，牠們的成長其實都不

明顯，甚至幾乎沒有成長，是否牠們上來潮間帶時，體型就已經固定了，不再有變化。 

2.即便是有更換食物，利用海綿與紅藻同時進行飼養，都有進食的情況下，牠們的成長仍然

沒有太大變化。 

3.不管是大體型的(3cm 左右)或小體型的(2cm 左右)雪山寶螺，經過一兩個月的飼養，其實結

果都是相似的，幾乎沒有特別明顯的變化。 

4.除了體長沒有變化之外，我們同時也有量測牠們的殼寬與高，長期飼養下來，長寬高幾乎

都維持固定比例，也就是瘦長體型並不會變成圓胖。 

5.從這麼多次的飼養結果發現，雪山寶螺進到潮間帶並沒有明顯的成長，因此棲息潮間帶的

雪山寶螺很應該都已經是成熟狀態，除了攝食外，更重要的目的應該是為了繁殖。我們也大

膽推測，成螺的雪山寶螺應該只存活 2-3 個月。 

 

研究五、想知道整年度雪山寶螺的出現狀況(潮境與蝙蝠洞)？ 

※動機：找出寶螺的棲息區域後，也想知道牠們是否整年都會出現？或只是季節性的出現？ 

(一)方法 1：1.每月透過氣象局網站查詢潮汐表，列出可以進行野外調查的日期。 

2.春夏季(白天)，現場記錄雪山寶螺數量，並用尺量殼長、記錄；秋冬季(深夜 12 點以後)，安

全考量，僅有老師去，再請老師將每一隻寶螺放在尺上拍照，隔天我們再透過電腦處理。 

3.每次的大退潮約有 4-6 天不等，我們會在這幾天中選一天到潮境，一天到蝙蝠洞，每個區域

每個月會有 2-3 次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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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107/1/25~10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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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長、寬、高)

長 寬

 
 

潮境潮間帶環境較多高低起伏岩塊 蝙蝠洞除了幾條海溝，大多是海蝕平台 

海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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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結果 1： (ND—無法進行調查)  

 

 

(三)發現與討論 1：1.在這範圍內的環境，除了雪山寶螺，金環寶螺是其次會穩定出現的種類，

其他種類則都是不定期零星出現，而且數量都不多。 
2. 潮境地形較多樣，蝙蝠洞是廣闊海蝕平台，因此除了雪山寶螺外，其他種類都很少。 

※ 我們將數量最多的雪山寶螺特別獨立出來進行分析： 

(四)結果 2：       潮差不到-50，10 月份無適當退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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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各類寶螺每月數量調查數量(潮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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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各類寶螺每月數量調查表(蝙蝠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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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現與討論 2：1.由潮境的數量圖 5-3 可以看出，雪山寶螺在調查區域內，十一~二月的總

數量都可以在 50 隻以上，到了一月達到最高峰，可到 90 隻左右，連續兩年都有相同現象，而

到三月以後，數量便有減少趨勢。 

2.六~八月數量明顯少很多，即便是大退潮，數量也都在 40 以下，看起來酷熱的天氣似乎有讓

牠們比較不易在潮間帶上生存。 

3.九~十月是我們觀察上的瓶頸，因為這段時間的退潮都只到-40，加上東北季風開始影響，稍

微風大，浪也跟著大，使我們連續兩年都無法進到調查區域進行調查，因此缺少這兩個月資料，

但我們相信雪山寶螺仍是在這區域棲息著，而且數量會慢慢增加，因為十一月出現大退潮(-50

以下)，天氣許可下，我們去調查，雪山寶螺的數量又會增加到 50 隻以上。 

4.比對蝙蝠洞的雪山寶螺數量資料，也有相似的情況，也就是冬季數量多，夏季數量少。但從

這一年多的資料可以看出，其實一整年都會有雪山寶螺在這區域棲息，只是有時多有時少，應

該不是季節性的出現。 

※ 疑問：如果雪山寶螺都在這區域棲息，那是不是也在這區域成長呢？為了確定這件事，我

們在去年六月時(106/6)，便將野外記錄的樣本再分批記錄，我們以殼長作為分組依據，共有 A(不

到 2cm)、B(2-2.5cm)、C(2.5-3cm)、D(3cm 以上)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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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每次雪山寶螺調查數量圖(潮境潮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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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果 3： 

 

 

(七)發現與討論 3：1.從圖 5-5、5-6 可以很明顯看出，不管是潮境或蝙蝠洞，進到潮間帶的雪

山寶螺都在 2cm 以上，而各個體長的數量比例變化其實並不大，也就是當總數增加時，小體型、

大體型的也都會一起增加(如蝙蝠洞 12/21-1/2-1/17，潮境 12/6-12/16-12/23-1/6-1/16-1/28-2/3)，這

代表甚麼意思呢？也就是 A 體型並不會變成 B-C-D，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地方看出這現象，以潮

境為例，從去年六月到今年五月將近一年，每次的調查都是 D 體型的最多，但蝙蝠洞卻不一樣，

每次都是 C 體型的最多，那代表 C 體型的並沒有變成 D 體型，且 C 減少時，D 也減少了，說

明了牠們並不會再成長。 

2.至於為何兩個潮間帶的體型組成會有如此大差異，我們覺得地形跟保育區(潮境)應該有影響，

潮境是多大岩塊、多潮池的環境，環境變異大，蝙蝠洞整個就是個大平台，散布眾多的海膽洞，

潮境多變化的地形是否讓大體型的雪山更容易生存而不被發現，可能性很高。107/4/19 的潮境

跟 107/4/20 的蝙蝠洞，相隔一天，潮境數量是增加，但蝙蝠洞卻是減少，春天以後，蝙蝠洞大

海蝕平台地形，居民、遊客非常容易進入，蝙蝠洞地區的寶螺被捕捉的機率應該很高，而劃歸

保育區的潮境則無此問題，顯然保育收到了成效。 
 

研究六、想了解雪山寶螺的繁殖狀況(母螺體長、產卵位置、產卵季節、孵化過程)？ 

※動機：在我們一年來多次的雪山寶螺飼養，只在錄影影片中，意外發現兩次交尾，但從未在

實驗室內有產卵行為，可是野外似乎有時候是可以發現卵的，是不是真的有季節性，我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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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雪山寶螺野外體長變化(潮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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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雪山寶螺野外體長變化(蝙蝠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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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長期野外調查，來探究牠們的繁殖狀況。 

(一)方法 1：1.以潮境潮間帶做為實驗區域，利用每一次的調查，記錄護卵的數量、顏色、位

置、以及母螺的體長。2.將調查到的護卵位置標在地圖上，長時間調查記錄。 

(二)結果 1： 

  

(三) 發現與討論 1：1.經過我們長期的野外

調查，發現雪山寶螺有產卵的時間其實蠻長

的，大約可分兩個期間，11~1 月可以穩定發

現卵塊，2~3 月則完全沒有卵塊的蹤跡，到 4

月底 5 月初又開始有卵塊，一直到 8 月平均

可以發現兩堆的卵塊。 

2.圖 6-1 的數值是我們每個月兩次大退潮時

(相隔約 2 週)去調查的平均值，但沒有大退

潮的日子，應該也可能會有產卵、護卵行為，

相信會陸陸續續發生，而不是集中在某幾天，沒有同時產卵，可以分散風險，使牠們一直有

新生命出現，不會因突發的災難而全部死亡。 

3.從圖 6-4 可以看出，一整年下來，牠們產卵的位置雖然是蠻分散的，但跟牠們棲息的區域

是吻合的，也就是牠們出現的區域，即是牠們生活、繁殖的區域。 

4.我們記錄了護卵的雪山寶螺母螺體長，雖然大部分產卵的體長在 3cm 左右，但其實從 2.1

到 3.5cm 都有，而 2cm 也是我們調查中體型最小的個體，如果連 2.1cm 的個體都可以產卵，

那更證實我們成長實驗中說明的，牠們進來潮間帶的體長便是牠們的成熟體長。 

5.從圖 6-3 可以看出，寶螺數量多的時候並不一定是產卵的旺季，二、三月數量穩定，但卻

完全找不到卵堆，而七八月的數量不多，不過仍可以發現卵堆，如果九、十月也有產卵，那

牠們可產卵的時間可從五月~一月，如果再比對蝙蝠洞的狀況，蝙蝠洞六~九月是有產卵的，

十一月也有，但一~三月也都沒有，從這些調查資料看起來，牠們天氣冷的時候似乎是比較

不產卵，春天暖和了，產卵的行為便會陸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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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牠們繁殖過成又是如何進行的呢？ 

(四)方法 2：1.在實驗室魚缸中同時飼養多隻同種的寶螺，觀察是否有繁殖行為出現。 

2.利用野外觀察的機會，調查寶螺護卵的狀況。 

(五)結果 2：1.有兩隻以上長期飼養在一起的寶螺，結果只有金環寶螺有交尾與產卵行為。 

種類 

時間 
阿拉伯 雪山 腰斑 愛龍 金環 白貓 

觀察期間 80 天 60 天 70 天 60 天 80 天 40 天 

寶螺數量 2 6 2 2 2 和 6 2 

交尾次數 0 0 0 0 6 0 

產卵 0 0 0 0 2 0 

2.野外護卵狀況 

  
◎ 紅藻堆中的小石縫有金環寶螺護卵 ◎ 即將孵化的灰色卵在石洞中(雪山寶螺) 

3.以孵化成功的金環寶螺為例，牠們的繁殖過程(約兩週)：(1)求偶(公的在母的後面跟著爬)；

(2)交尾(公的右前方伸出白色交尾器進入母的腹部)；(3)產卵(母的找到隱密位置產下黃色卵

塊，石洞或石塊下)；(4)護卵(母寶螺會趴在卵塊上，直到卵孵化)。 

   
◎ 交尾前會有一段像追逐的現象 ◎ 交尾時可以見到兩者之間有白色交尾器 

  
◎ 生完卵的母寶螺會一直趴在卵塊上 ◎ 母寶螺頂多離開一點距離，不會完全離開 

  
◎ 母寶螺利用腹足包覆卵塊 ◎ 卵塊一個星期後會變紫色 

母的 

公的 

交尾器 

公的 

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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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寶螺夜晚也會伸出外套膜 ◎ 趴在卵上會挪動、旋轉，應該有微量進食 

  
◎ 卵塊約兩週會全部孵化出來 ◎ 顯微鏡下的浮游期小寶螺 

(六)發現與討論 2：1.從我們飼養的結果來看，牠們要交配產卵似乎沒有那麼容易，因為將近三

個月的飼養，大部分種類都沒有繁殖的跡象，而雪山寶螺飼養將近十次，甚至採集正在護卵

的母螺回來，也都沒有產卵行為，讓人疑惑牠們交尾產卵的機制到底是甚麼？ 

2.我們曾經在野外將護卵的雪山母螺移開，隔天再去看，發現卵塊不見了，也曾經將有雪山寶

螺護卵的岩塊敲回實驗室，剛開始還有護卵，但幾天後母螺離開了，接下來卵就發霉，因此

護卵這行為不單單只是保護卵不被掠食，應該還有保持卵的健康不被感染的功能。 

3.雪山寶螺是否可能到更深的海裡產卵，那是我們比較難到達的區域，在我們查到的資料裡面

都沒有提到這部分，但當大退潮時，我們往更靠海的區域調查，反而沒有雪山寶螺的蹤跡，

因此，這區域很可能是成熟後的雪山寶螺，共同集中的區域，以達到交尾繁殖。 

4.曾經在夜間實驗影片中意外發現幾次雪山寶螺交尾，但卻沒有產卵，飼養的金環寶螺雖然有

成功產卵、孵化，但其中有記錄 6 次的交尾(有見到交尾器)，卻都沒有產卵，可見得牠們即便

有交尾，母寶螺去產卵的機率好像也不高。 

研究七、想知道不同環境地形對雪山寶螺棲息的影響？ 

(一) 方法：1.我們已經將雪山寶螺在潮境潮間帶的棲息區域調查出來，但我們發現這區域其實

還是有地形上的差異，因此我們將這區域再劃分為甲(高高地低的大岩塊，且浪比較慢到達)、

乙(大大小小潮池與岩塊，浪很容易淹沒)、丙(地勢較高的平台岩塊，浪是側面流進來，很慢

淹到水)。 

 

 

 

 

 

 

圖 7-1 潮境潮間帶雪山寶螺分區圖 

2.蝙蝠洞地形都是海蝕平台地形，但我們發現中間一條海溝兩側的數量似乎有些差異，因此

我們也針對這兩地區進行長期調查、比較。甲區(海浪會先進海溝再到此區域，3m*20m)，乙

區(海浪會先碰觸再進到海溝，3m*20m)，另外其他平台的區域數量--丙區。 

雪山寶螺
調查區域 

甲區 

丙區 
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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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蝙蝠洞潮間帶海溝兩側調查區域 

 (二) 結果 1： 

 

(三) 發現與討論 1：1.長期調查下來，發現甲區、乙區的數量頗為接近，其實乙區的範圍大很

多，但甲區多數時間是比較多的，我們有幾個可能原因，(1)甲區高高低低多石縫的大岩塊，可
能讓牠們有更多躲藏與選擇的機會。(2)同一個浪大上來，兩區都淹到水的情況下，甲區的浪是
明顯較緩和的。 

2.丙區是傾斜的海蝕平台，類似蝙蝠洞環境，理論上來說，應該會很多，但其實數量卻是最少

的，推測有幾個可能原因：(1)我們在岸上仔細觀察海浪拍打狀況，這區域看起來雖然比較接近

海，但其實地勢較高，也是三區域中最慢淹到水的區域，以雪山對海水的依賴，這裸露時間可

能太久。(2)這區域並不是浪進來的方向，而是側面流過來，是否是這原因，使多數雪山寶螺順

著浪進到甲乙區。 

3.由此可見，是甚麼地形不一定絕對重要，而是要在接近大退潮才裸露，且接近亞潮帶的岩塊

上，有紅藻綠藻交雜、有石縫的環境。 

(四) 發現與討論 2：1.從 106/6 開始調查時，發現蝙蝠洞海溝兩側數量有明顯差異，這兩區域其

實有很多相似處，如彼此距離不到 1 公尺、地勢高低相似、岩塊也類似、而且兩地的藻類也沒

有太大差異，但為何會有數量上的差異，我們長期觀察記錄發現(圖 7-4)，幾乎每一次都是甲區

較多，顯然這不是偶發的情況，我們發現兩區較明顯的差異是，中間有一條海溝，使甲區的浪

會是先進到海溝再流出來，相較於直接被浪衝擊到的乙區，這邊的浪似乎較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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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八、想知道海浪沖擊對雪山寶螺棲息區域的影響？ 

※動機：因為蝙蝠洞海溝兩側的雪山寶螺數量明顯不同，是否海浪沖擊真的對雪山寶螺棲息造

成影響？ 

(一) 方法與過程： 

◎步驟一：設法製造可自動重覆產生的浪(怎樣的裝置可以有較多的水重覆傾倒) 

1. 利用塑膠瓶穿孔來接水，當水達到某一高度時，會傾倒，我們測時發現，當孔在 0.38:1 (底

部到孔高度：桶子高度)時，可裝約八分滿的水，底部中心掛三個大螺帽，可使瓶子穩定回

復原狀。 

2. 孔如果打在直徑上，可裝更多水，但傾倒方向不固定。離直徑線 1 公分，瓶子很快就傾

斜，提早倒掉。測試最佳位置在離直徑 0.3 公分處，高度比例 0.38，可以達到穩定又有高水

量的效果。  3. 多加一個螺帽是否可增加水量？發現多一個螺帽重量太重，無法傾倒。 

◎步驟二：怎樣的桶子較適合 

1. 選用不同三種可放入魚缸的不同款式的瓶子 A(直徑 13*高 16)—較瘦長、B(17*17.5)—直徑

與高接近、C(17.5*15.5)—較矮胖。 

2. 測試結果：A 型：傾倒半徑較大，倒完水後會空轉一次，水沒有倒完，瓶內殘餘的水在

空轉時會濺出來(不理想) 

B 型：掛 3 個大螺絲帽，水可達八分滿，傾倒時會完整倒完，回復原狀不空轉。(採用) 

C 型：會太早傾倒，水量不到 1/3，如果 0.38 比例提高，孔打高一點，則不易傾倒(不理想) 

◎步驟三：注水位置測試 

1. 注水在桶子中間，水量 2100ml，殘餘 40ml，倒出 2060ml 海浪，一次注水時間 64 秒。 

2. 注水在桶子近處，水量 2040ml，殘餘 40ml，倒出 2000ml 海浪，一次注水時間 60 秒。 

3. 注水在桶子遠處，水量 2080ml，殘餘 40ml，倒出 2040ml 海浪，一次注水時間 62 秒。 

測試結果：注水位置並沒有造成太大差異，選擇注水在中間來進行實驗，減少可能產生的問

題，同時發現桶子水位在 4 公分高時，桶子由斜變正，水位 11 公分高時，桶子會倒水。 

◎步驟四：抽水馬達注水太強 

1. 先將馬達水注入大水桶，利用虹吸原理使水緩慢流到海浪的桶子，但馬達水流量與虹吸

水流量要平衡，使水桶水不致滿出來，也不會因水位太低而使虹吸現象中斷。測試發現勉強

可以達到動態平衡，但並不穩定，時間太長，仍會使水桶的水太高或太低。 

2. 後來發現直接將馬達水管拉高 200cm 再回轉到海浪沖擊桶子，因水管拉高，水流量變緩，

注水不會太強，且不會有虹吸中斷的問題。(採用) 

◎步驟五：魚缸內擺設 

1. 先用水泥磚塊鋪底，中間留約 10cm 模擬海溝，接著在上面平鋪潮間帶有藻類的石塊，製

造海溝兩側相類似的環境。 

2. 因海水由左邊衝擊下來，再流到右邊岩塊，因此左邊岩塊衝擊力較大，右邊較小，將 15

隻雪山寶螺放在海溝內，利用攝影機夜間攝影，隔天記錄寶螺移動方向，每天傍晚將寶螺重

新放回海溝，再次夜間錄影記錄，最後再平均寶螺移動方向數據。結果發現出現在右邊岩塊

的雪山比左邊的要多(37 次:14 次)。 

◎步驟六：加大海浪沖擊力 

1. 利用廢棄桌椅裝訂成隔板，將海浪衝擊桶墊高 20 公分，並進行相同的實驗，結果發現也

是右邊岩塊寶螺較左邊多(32:16)，且左邊只有 1 次往海浪方向移動記錄，右邊則有 5 次，浪

的衝擊力道與方向應該有影響雪山寶螺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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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與製造海浪的桶子 ◎ 利用廢棄椅背組裝海浪桶子 

  
◎ 測試何種海浪桶子倒水較佳 ◎ 討論、繪製實驗設計圖 

  
◎ 利用馬達抽水，虹吸現象注水到桶子 ◎ 魚缸內裝置 

  
◎ 模擬海溝地形，夜晚全程攝影 ◎ 設計加高架子，增強海浪沖擊力 

 
  

◎ 海浪沖擊測試(計算時間與水濺出狀況) ◎ 加高並用隔板防止水濺出(5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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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結果 1：如圖 8-1。 

(三)發現與討論 1：1.不論是 35cm 高的海浪沖

擊，或是加高為 55cm 高的海浪沖擊，經過五

天的實驗，發現兩個區域的雪山寶螺數量有很

明顯的差異，也就是離浪較遠的甲區數量，比

先接觸浪的乙區要多很多。因為兩邊的岩塊都

是類似岩塊，也都有藻類附著，但甲區始終比

較多，顯然雪山寶螺是會受到海浪沖擊影響而

選擇適合的區域棲息。 

 (四)結果 2：為了更了解雪山寶螺受海浪沖擊

時產生的行為影響，我們再將岩塊上雪山寶螺的行為區分為(1)一直在岩塊上、(2)朝浪方向離開、

(3)側面離開、(4)背向浪方向離開，我們發現乙區跟甲區最後大多會離開岩塊。(圖 8-2、8-3) 

 

(五)發現與討論 2：1.側面離開因為有兩個面，機率會高一些，且大部分是傾斜順著水流離開，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甲區還有 7 次是朝著浪的方向離開岩塊(也就是進到模擬的海溝內)，看

起來甲區受浪的影響似乎就沒有那麼大。 

2.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藻類較多的區域，雪山寶螺是可能一整晚停留在岩塊上的，充足的

食物下，牠們也不需四處移動。(此次實驗為便於觀察牠們移動，選擇藻類不多的石塊) 

 

 

3

1

8

2

0

2

4

6

8

10

石塊上 朝浪離開 側面離開 背浪離開

出
現

次
數

(次
)

移動方式

圖8-2 雪山寶螺因應海浪移動狀況(乙區)

5
7

19

8

0

5

10

15

20

石塊上 朝浪離開 側面離開 背浪離開

出
現

次
數

(次
)

移動方式

圖8-3 雪山寶螺因應海浪移動狀況(甲區)

 
◎ 手繪海浪沖擊實驗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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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九、想知道漲退潮對雪山寶螺活動的影響？ 

※動機：如果海浪對雪山寶螺造成影響，那漲退潮呢？為何大退潮時可以見到大量雪山寶螺在

岩塊上呢？  

(一)方法 1：利用飼養在魚缸的寶螺進行實驗，利用軟管抽離海水模擬退潮，記錄寶螺出現反
應，再加入海水模擬潮水漲潮，看寶螺出現何種反應。 
(二)結果 1： 

海水 \ 種類 阿拉伯 白星 雪山 腰斑 金環 
海水抽離時 縮進殼裡不動 縮進殼裡不動 縮進殼裡不動 縮進殼裡不動 縮進殼裡不動 

海水淹沒時 伸出觸角挪動 伸出觸角挪動 伸出觸角挪動 伸出觸角及部
分外套膜 伸出觸角挪動 

(三)發現與討論 1：1.大部分寶螺離水後都會緊縮在原地，等潮水來了再挪動，這應該是為了怕
水分散失，不過有幾次實驗中，雪山寶螺停在石塊上，海水抽離過程中，牠在海水還沒完全抽
完，又往下爬了一下，這應該也是合理的，因為石塊上還有水分，讓牠們來能爬行，因此野外
見到的雪山寶螺，雖然裸露在空氣中，但大部分都是在石縫或石洞中。 
(四)方法 2：這樣的方式，我們覺得並不完善，因為 1.在白天進行，但多數寶螺是夜行性，白

天寶螺本來就不太有動作；2.當時僅用簡單的虹吸作用抽出海水，模擬退潮，再慢慢將水倒回

去，模擬漲潮，進行時間很短，而且跟野外漲退潮都是一波一波海浪逐漸漲逐漸退，情況相差

蠻大的，加上我們設計了海浪沖擊模組，因此我們決定利用這模組重新進行漲退潮的實驗，來

真正了解漲退潮對雪山寶螺的影響。 

◎步驟一：馬達抽水模擬漲退潮(測試讓進行時間可以延長至 30 分鐘) 

1. 除了實驗的大魚缸(A)外，另外準備一個空的大魚缸(B)，利用馬達將 A 的海水抽到 B，並

調整馬達流量，使 B 的水位在 30 分鐘可以達到 20 公分高(底部 5 公分是預留水位，15 公分

每 1 公分水位需 2 分鐘時間)，而抽出的水量，剛好可以使 A 的岩石裸露出來，岩石上的寶

螺也會裸露出來，面臨退潮無水情況。 

2. 同時在 B 底部放置另一個馬達，可以將 B 的水抽回 A，並調整馬達流速，使 15 公分高水

量可以持續進行 30 分鐘，進行完畢，A 的水位又可以回到原來淹沒所有岩石的狀態，模擬

漲潮。 

 

  
◎海水抽離時(退潮)緊縮在魚缸壁(白星寶螺) ◎ 加入海水(漲潮)伸出觸角些微挪動(白星) 

  

◎海水抽離時(退潮)停在原地緊縮(雪山寶螺) ◎ 加入海水(漲潮)伸出觸角並挪動(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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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搭配海浪衝擊同時進行 

1. 進行退潮時，同時將製造海浪的大馬達啟動，海浪每半分鐘進行一次，並使整個退潮過

程可以持續進行 30 分鐘，測試完畢，接著關閉退潮馬達，改測試漲潮馬達，一樣在海浪衝

擊情況下讓漲潮馬達可以持續進行 30 分鐘，使 B 的水抽回 A。 

◎步驟三：模擬夜間進行 

1. 為使實驗在夜間進行，我們添購兩組定時器，可以定時啟動、定時關閉，我們先在白天

測試，讓退潮馬達早上 9 點啟動，並定時在 9:30 關閉，此時是退潮狀態，但海浪仍然可以

繼續進行，模擬野外退潮時仍有海浪進行，三個鐘頭後(約 13:00)，另一組定時器啟動漲潮馬

達，並在半小時後自動關閉漲潮馬達，此時 A 水位可以達到漲潮狀態。 

Ps.為何 3 個鐘頭後進行漲潮，如果平均一天各兩次漲退潮，那應該 6 小時候進行，但因雪山

寶螺主要棲息在靠近亞潮帶的位置，海水剛開始退時，牠們其實並沒有被影響到(仍然在海

裡面)，時間要到接近乾潮時，雪山寶螺才會漸漸裸露出來，一直到最低乾潮時間點，接著

開始慢慢漲潮，也是一波一波慢慢被影響到，這裸露過程並沒有長達六個小時，我們野外調

查時，完整可調查時間也大約只有兩小時左右，因此設定三小時後進行漲潮。 

◎步驟四：裝置實驗魚缸 

  
◎ 量測退潮馬達抽水水位 ◎ 設定馬達定時器時間 

  
◎ 利用白天測試馬達定時器準確性 ◎ 加入每 30 秒一次的海浪沖擊 

  
◎ 模擬漲潮時，雪山寶螺狀況 ◎ 模擬退潮時，雪山寶螺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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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石塊墊高，並在最上層選用稍微平坦且有藻類的岩石，放置 20 隻雪山寶螺在岩石上，

並裝置夜間照明，以及夜間全程錄影，隔天利用表格記錄影片中的雪山寶螺動態。 

2. 我們重點要記錄的分別是「退潮前岩石上雪山數量」、「退潮後岩石上雪山數量」、「漲潮

前雪山數量」、「漲潮後雪山數量」，來分析漲退潮時是否有造成牠們移動。 
(五)結果 2： 

 

(六)發現與討論 2：1.由圖 9-1、9-2 看出，雪山寶螺不管在退潮後(淹水→不淹水)，或是漲潮後(不

淹水→淹水)，牠們繼續留在岩塊上的比例都是蠻高的，推測跟岩塊表面充足的食物有關。 

2.退潮後有 8 隻是離開平台的，我們發現這幾隻都有一個共通性，位置比較接近岩塊邊緣，或

根本就已經在邊緣了，海水在一波一波的退時，牠們有機會往下方有水的地方移動，而且到了

有水的地方就不再明顯移動，看起來應該只是有機會追到水便追，如果不確定哪個方向，似乎

就不會離開，難怪我們在大退潮時，可以見到不少雪山寶螺裸露在岩塊石縫或石洞內，不需在

潮池內或石塊下找尋。 

3.漲潮後的行為中，也有少數會離開(2 隻)，也是靠近岩塊邊緣，而離開並不一定會再回來，難

怪大部分還是留在岩塊上，另外，水漲起來的過程，也讓有些新的雪山寶螺爬上岩塊(6 隻)，

應該也是上來找食物，因為上來的個體，進到藻類區，很多便停下來(可見到張嘴進食)，不過

並不是每一隻都會準確的爬上來，很多都是在魚缸四處爬行，顯然牠們對食物位置的確認並不

是很精準，多半四處爬行來找尋食物。 

(七)結果 3：如圖(9-3、9-4) 

 

(八)發現與討論 3：1.既然大部分雪山寶螺在漲退潮時，都是待在岩塊上，那在岩塊上又是甚麼

情況呢？我們發現，即便是退潮後(不淹水了)，雪山寶螺並不是全然不動，大部分會微微挪動，

時間一久，一直沒有海水淹過來，牠們便會縮在原處。(圖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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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而漲潮後，岩塊上的雪山寶螺會有比較明顯的挪動(挪動的比退潮時多，像在進食)，也有蠻

高比例會在岩塊上爬行，這跟我們夜行性實驗的結果還蠻吻合的，因為雖然牠們夜行性，但大

部分寶螺並不會整晚都在動，大約只有 3-4 個小時在動。而經歷退潮 3 個小時的裸露後，漲潮

淹到水時，應該就會有爬行或進食的行為。(圖 9-4) 

(九)結果 4：沒有藻類時的狀況。(圖 9-5) 

(十)發現與討論 4：1.海水退去時，並不是所有

雪山寶螺都會剛好在岩塊平台上(藻類豐富)，

有些是停留在側面(藻類不明顯)，一旦海水漲

起來，側面的雪山寶螺幾乎都會移動，至少也

有微微挪動位置，而絕大部分是四處爬行(18

隻)，這與平台岩塊最大的差別是藻類的豐富

度，也就是雪山寶螺在有食物的狀態下(平台

上)，其實漲退潮對牠們並沒有太大影響，大

部分會待在平台上，但如果食物不充足(側面岩塊、玻璃壁)，一旦水淹上來，牠們就會有很明

顯的爬行動作，由此可見，食物的充足與否，會決定牠們要不要爬離開。 

研究十、想知道雪山寶螺與寄居蟹的關係？ 

※ 動機：這麼多的雪山寶螺，但卻很少看到以雪山寶螺為殼的寄居蟹，為何會如此呢？ 

(一)方法 1：1.利用白天退潮時，到潮間帶儘可能地找尋每個寶螺螺殼，再將牠們靜置在小池

子內，等寄居蟹伸出腳來時，便拍下照片，再利用圖鑑比對寄居蟹種類。 

 
 

◎ 低潮帶尋找寶螺螺殼的寄居蟹 ◎ 等待寄居蟹爬出來(都是綠色細螯寄居蟹) 

(二) 結果 1：1.這個潮間帶那麼多的寄居蟹，真正要去找以寶螺螺殼為家的寄居蟹，還真的不

容易，以愛龍、腰斑跟紅花螺殼被拿來寄居的最多，雖然雪山寶螺數量最多，但在這潮間帶

被寄居的並不是很多。2.進駐的寄居蟹大部分都是綠色細螯寄居蟹，而較大型的阿拉伯、雪

山寶螺則有寬胸細螯寄居蟹寄住。(圖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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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細螯寄居蟹 光掌硬殼寄居蟹 不確定

(三)發現與討論 1：1.愛龍、腰斑、紅花寶螺被寄住的數量、跟我們野外調查還蠻吻合的，應

該是牠們棲息地大部分在低潮帶潮池內，死後的螺殼也有機會留在潮池內，不被海浪沖走。 

2.雪山寶螺數量雖然最多，但因為都在低潮帶接近亞潮帶的地方，而且大部分會裸露在平台

的石縫、石洞，一旦死亡，螺殼被海浪沖走的機率是很高的。 

3.寶螺的螺口雖然是細扁形的，但潮間帶可以找到的寶螺螺殼，幾乎也都有寄居蟹寄住著，

可見得寄居蟹並不會因為寶螺螺口較狹窄而不去寄居，只是螺殼不一定會留下來。 

※ 疑問：如果到雪山寶螺棲息區域，是否就可以找到很多雪山寶螺螺殼呢？ 

(四)方法 2：1.利用大退潮，以 50cm*50cm 方框隨機在雪山寶螺出沒的區域取樣，記錄寶螺螺

殼及寄居蟹種類。 

(五)結果 2：如圖 10-2、10-3 

 

(六)發現與討論 2：1.分別在潮境雪山棲息區域的甲區、乙區調查空殼狀況，我們發現不論甲區

或乙區，50*50 方框取樣的空殼，沒有一個是雪山寶螺，連其它種類的寶螺都沒有(圖 10-2)，而

且較靠海的乙區，寄居蟹的數量似乎有減少趨勢。 

2.分析雪山寶螺區域寄居蟹的組成，雖然還是以綠色細螯寄居蟹居多(圖 10-3)，不過靠海的乙

區出現了猶豫寄居蟹，這種類並沒有在之前調查的中低潮帶出現過(圖 10-1)，顯然寄居蟹種類

也隨著與海的距離而有所差異。 

3.數量穩定的雪山寶螺死後，空殼留在潮間帶的並不多，是否到了海底有被利用則不得而知。 

※ 疑問：為什都是綠色細螯寄居蟹呢？ 

 (七)方法 3：我

們利用 50cm* 

50cm 的方框，

在低潮帶隨機

取樣，取樣六次，

並將方框內的

寄居蟹都集中

到盤子內，等牠們伸出腳來時，辨識是哪種寄

居蟹，再計算各種類數量。 

(八)結果 3：不管是哪一種螺殼，將近九成的

寄居蟹都是綠色細熬寄居蟹。(圖 10-4) 

(九)發現與討論 3：1.原來這個潮間帶中，綠色

細螯寄居蟹是最大族群，難怪找到的寶螺螺殼，

大部分都是被綠色細螯寄居蟹寄住，並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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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 雪山寶螺區域空螺殼調查圖(潮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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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3 雪山寶螺區域寄居蟹分布狀況(潮境)

潮境甲區 潮境乙區

  
◎ 以方框採樣(寄居蟹組成) ◎ 等待寄居蟹出來並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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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綠色細螯寄居蟹比較會進駐螺殼。 

2. 寶螺螺殼在潮間帶比例雖然不高，但仍是寄居蟹可以利用的空殼，並不適宜帶離潮間帶。 

 

伍、結論 

一、潮境潮間帶共可發現 10 種寶螺，以雪山寶螺數量最多、也最穩定，主要棲息在低潮帶與

亞潮帶之間的區域。 

二、寶螺是夜行性生物，夜晚至少有 2.5 小時在移動，而白天也會有更換位置的情況。 

三、寶螺的食性很雜，且每種寶螺食性不太一樣，除了藻類也會進食海綿等動物，雪山寶螺則

以紅藻較喜愛。 

四、進到潮間帶的雪山寶螺大多已達成熟狀態，不再成長，大約可存活 2-3 個月。 

五、雪山寶螺數量穩定，幾乎一整年都可以見到，不過冬季數量較多。 

六、雪山寶螺不會同時產卵，而是一年四季陸續產卵，產卵完母螺會有護卵行為。 

七、雪山寶螺只要是紅綠藻交接處、有石縫、接近亞潮帶的區域都可能出現，不一定要是海蝕

平台。 

八、雪山寶螺會因為海浪沖擊而選擇衝擊力較弱的位置棲息。 

九、藻類充足情況下，雪山寶螺並不會因漲退潮而離開棲息位置，因此大退潮時會裸露。 

十、死後的雪山寶螺螺殼是會被寄居蟹利用，但多數都沒有留在潮間帶。 

十一、劃歸保育的區域，雪山寶螺數量起伏較小，有助於牠們穩定永續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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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東北角潮境潮間帶寶螺螺殼及寶螺活體檢索表(Key-1、Ke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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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80313  

1. 進行兩年潮間帶寶螺的生態觀察，觀察記錄仔細，發現位於

潮間帶的雪山寶螺多為成熟個體。設計了多面向的模擬實驗

探究雪山寶螺在海浪衝擊與漲退潮情境下的適應情形，研究

詳實，資料豐富，且能依據研究數據做適當的分析與推論。

結果具有生態保育的參考價值。 

2. 研究主題與研究問題的發展上可更聚焦於雪山寶螺，對於為

何研究寄居蟹的說明可更仔細，所有的實驗都應說明樣本數，

也應說明野外調查的樣區範圍及面積，以利追蹤比較。 

E:\中小科展_58屆\排版\080313-評語 

 



◎ 魚缸中的十個位置編號

種
類

紅花寶螺
Cypraea helvola

黃寶螺
Cypraea moneta

金環寶螺
Cypraea annulus

花貓寶螺
Cypraea listeria

銀絲寶螺
Cypraea

clandestina

螺
殼

外
套
膜

2.3 cm 2.5 cm 2.5 cm 1.2 cm 1.2 cm

摘要 我們的研究以東北角潮境與蝙蝠洞潮間帶為觀查地點，針對寶螺進行將近兩年的調查，除了調查出寶螺種類，更以數量最多的雪

山寶螺為主題，進行數量、體長、護卵的資料蒐集，在體長資料的分析中，發現潮間帶的雪山寶螺並沒有明顯成長的跡象。另外也意外發現
海溝兩側雪山寶螺數量的差異後，設計海浪沖擊實驗，實驗結果與野外狀況相吻合，雪山寶螺較不容易面向浪。再利用此海浪模組，設計漲
退潮實驗，發現雪山寶螺在藻類充足下，並不會隨意離開岩塊。

接著利用不同季節的飼養結果(無成長)、卵堆出現狀況(一年四季)、母螺護卵時的體長(2.1~3.5cm)，推測雪山寶螺應是陸續進到潮間
帶，陸續產卵，以達分散風險，且進到潮間帶的雪山寶螺應該已經達到成熟狀態。

肆、研究過程、方法、研究結果及討論
研究一、想知道潮間帶寶螺種類、外觀特徵與棲息環境？
(一) 方法：1.野外踏查、記錄。 2.106/6開始，加入了10公里外的另一個潮間帶的調查(蝙蝠洞)。
3. 每個月會有兩次較大的退潮(農曆初一、十五附近)(夏、冬才會有-50以上大退潮，春、秋則沒
有)，我們在這兩次大退潮會分別到潮境與蝙蝠洞進行寶螺數量與體長的調查。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室飼養﹙30公分水族箱數組、檯燈、海水大水箱等﹚    二、攝影實驗組﹙攝影機、相機、腳架﹚  三、體長實驗組(游標尺、培養皿、淺盤子)
四、觀察工具(顯微鏡、放大鏡)五、野外調查採集(水桶、塑膠盒) 六、海浪沖擊與漲退潮實驗(3呎魚缸*2、馬達*3、造浪塑膠盒數個、定時器*2、水管*4) 

貳、研究目的 一、想知道潮境潮間帶寶螺種類、外觀特徵與棲息環境？二、想知道寶螺白天與夜晚的活動狀況？及光線對
牠們的影響？三、想知道寶螺的攝食狀況？四、想知道潮間帶寶螺的成長狀況(並以雪山寶螺擴增研究)？五、想知道整年度各
種寶螺出現狀況(潮境與蝙蝠洞)？六、想了解雪山寶螺的繁殖狀況？七、想知道不同環境地形對雪山寶螺棲息的影響？八、想
知道海浪沖擊對雪山寶螺棲息的影響？九、想知道漲退潮對雪山寶螺活動的影響？十、想知道寶螺與寄居蟹的關係？

◎ 實驗研究區域地理位置圖 ◎潮境潮間帶實驗研究區域(研究初期105/8~105/10) ◎潮境潮間帶雪山寶螺調查區域(中後期105/11~107/6)

長潭里漁港(觀察比較區域)

蝙蝠洞潮間帶(實驗與採集區)

潮境潮間帶(實驗區)

雪山寶螺
調查區域

甲區

金環寶螺
主要區域

其他類寶螺出現區域

丙區

乙區

乙區

甲區

小海溝

◎蝙蝠洞潮間帶實驗研究區域圖(106/6~107/6)

野外調查記錄(潮境潮間帶)測量體長(蝙蝠洞潮間帶)

夜間野外調查(潮境) 夜間調查(潮境潮間帶)

◎ 潮境地形(夜間)

(二) 結果1：大部份寶螺白天幾乎是不動的，不會一直爬來爬去，但牠們可能會更換位置。

壹、研究動機 經常到學校附近潮間帶玩耍的我們，從未注意到海邊有那麼漂亮的生物—寶螺，牠們有著獨特的外套膜讓自己的殼更光亮，這是

個很有意思的生物，但我們對牠們的認識卻相當有限，於是我們決定展開一系列對寶螺的觀察與研究，希望可以對這種生物的生態有更完整的了解。

(二) 結果：1.寶螺外觀如右圖(以雪山寶螺為例)。
2.表1-1潮境潮間帶各類寶螺外觀比較

C
BD

AG

觸角

眼睛

光滑螺殼

水管

外套膜腹足

種
類

阿拉伯寶螺
Cypraea arabica

白星寶螺
Cypraea vitellus

雪山寶螺
Cypraea

caputserpentis

腰斑寶螺
Cypraea erosa

愛龍寶螺
Cypraea errones

螺
殼

外
套
膜

殼
長 7 cm 4 cm 3.4 cm 3.2 cm 2.8 cm

◎ 蝙蝠洞地形(夜間)
(三)發現與討論1：1.必須是大退潮的時間(潮高-50以下)去調查，才能到寶螺棲息區域，雪山寶
螺幾乎都在低潮帶與亞潮帶交接附近，也就是紅藻跟綠藻重疊的範圍出現，數量非常可觀。

研究二、想知道寶螺白天與夜晚的活動狀況？及光線對牠們的影響？
(一) 方法1(白天是否會動)：魚缸中標出10個不同位置，長期記錄在「白天」時寶螺位置的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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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寶螺白天更換位置比例

(三) 方法2(夜間活動狀況)：在夜間時點上微亮的光，並架設攝影機長時間拍攝，隔天透過影片
瀏覽，再計算各個寶螺的夜間活動率(活動時間/夜間總時間)。

(四) 結果2：每種寶螺夜間至少都有2.5小時以上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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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各種寶螺夜晚活動率比較

(五) 方法3(光線是否有關): 白天時利用大箱子蓋
上，使光線完全不會進入，每隔一個鐘頭翻開一小縫
觀察寶螺位置與外套膜狀態。

(三)方法2：1.將有海綿的岩塊敲落，帶回實驗室試驗。
2.放入雪山、金環、愛龍三種寶螺飼養，並利用夜間攝影，
觀察牠們攝食狀況。
3.在夜間進行，以牠們停留時間來進行量化比較，每停留十
分鐘算一次，六個夜晚的實驗，計算牠們平均每晚停留幾
次，停的越久，代表活動與進食的量越多。

◎攝影機整晚拍攝 ◎記錄影片狀況 ◎蓋箱子模擬夜晚研究三、想知道寶螺的攝食狀況？
(一)方法1：魚缸兩邊各放一紅藻與綠藻石塊，每
天記錄這些寶螺待在紅藻區與綠藻區的隻數(共進
行20天)，看他們對不同藻類是否有不同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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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各類寶螺對紅藻綠藻喜好狀況

綠藻 紅藻

(二)結果1：1.大部分
寶螺似乎對紅藻較喜
愛。(如圖3-1)

(四)結果2：寶螺是會攝
食海綿等動物的。(如圖
3-2)海綿

◎潮間帶採集海綿 ◎岩縫上的海綿 ◎擺放海綿與紅藻岩塊

◎雪山寶螺攝食海綿 ◎愛龍寶螺吐出口器攝食 ◎金環寶螺攝食海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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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想知道這些寶螺的
成長狀況？
(一)方法1(不同種類)：將寶螺(蝙蝠洞
採集)分種類養在魚缸中，每週固定兩
天用游標尺測量寶螺的長、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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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各類寶螺蓋箱子後--換位置比例



※動機：想知道牠們是否整年都會出現？或只是季節性的出現？
(一)方法1：1.春夏季(白天)，現場記錄雪山寶螺數量，並用尺量殼長、記
錄；秋冬季(深夜12點以後)，安全考量，僅有老師去，再請老師將每一隻寶
螺放在尺上拍照，隔天我們再透過電腦處理。
3.每次的大退潮約有4-6天不等，我們會在這幾天中選一天到潮境，一天到蝙
蝠洞，每個區域每個月會有2-3次的調查。
(二)結果：

※ 疑問：如果雪山寶螺都在這區域棲息，那是不是也在這區域成長呢？為了確定這件事，我們在去年六月時(106/6)，便將野
外記錄的樣本再分批記錄，我們以殼長作為分組依據，共有A(不到2cm)、B(2-2.5cm)、C(2.5-3cm)、D(3cm以上)四組。

研究五、想知道整年度雪山寶螺的出現狀況(潮境與蝙蝠洞)？

(三)發現與討論：1.從圖5-5、5-6可以，不管是潮境或蝙蝠洞，進到潮間帶的雪山寶螺都在2cm以上，而各個體長的數量比例變化
其實並不大，也就是當總數增加時，小體型、大體型的也都會一起增加，這代表甚麼意思呢？也就是A體型並不會變成B-C-D，我們
可以從另一個地方看出這現象，以潮境為例，從去年六月到今年五月將近一年，每次的調查都是D體型的最多，但蝙蝠洞卻不一
樣，每次都是C體型的最多，那代表C體型的並沒有變成D體型，說明了牠們並不會再成長。
2.107/4/19的潮境跟107/4/20的蝙蝠洞，潮境數量是增加，但蝙蝠洞卻是減少，春天以後，大退潮在下午(冬天在下半夜)，蝙蝠洞
海蝕平台地形，居民、遊客非常容易進入，寶螺被捕捉的機率很高，而劃歸保育區的潮境則無此問題，顯然保育收到了成效。

※動機：多次的雪山寶螺飼養，只在錄影影片中，意外發
現兩次交尾，但從未在實驗室內有產卵行為，可是野外是
可以發現卵的，是不是真的有季節性，我們希望透過長期
野外調查，來探究牠們的繁殖狀況。
(一)方法1：1.以潮境潮間帶做為實驗區域，利用每一次的
調查，記錄護卵的數量、顏色、位置、以及母螺的體長。
2.將每次調查到的護卵位置標在地圖上。

研究六、想了解雪山寶螺的繁殖狀況(母螺體
長、產卵位置、產卵季節、孵化過程)？

(三)發現與討論：1.雪山寶螺產卵行為，會陸陸
續續發生，而不是集中在某幾天，沒有同時產卵，
以達分散風險，使牠們一直有新生命出現，不會因
突發的災難而全部死亡。
2.牠們的繁殖過程(約兩週)：(1)靠近；(2)交尾(公
的右前方伸出白色交尾器進入母的腹部)；(3)產卵
(母的找到隱密位置產下黃色卵塊)；(4)護卵(母寶
螺會趴在卵塊上，直到卵孵化)。

(二)結果1：1.將近三個月的量測，大部分種類並沒有明顯成長(圖4-1~圖4-7)。 2.不同季節飼養，雪山寶螺仍無明顯成長(圖4-8~12)
3. 刻意挑選小體型的雪山寶螺飼養，也沒有明顯成長(圖4-13)。 4.改變食物飼養，仍無明顯成長(圖4-14)。
5. 原以為護卵難以進食的母螺，體長會有變化(金環，圖4-16)，但後來再仔細量測另一護卵母螺，並無明顯成長(雪山，圖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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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金環寶螺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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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愛龍寶螺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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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腰斑寶螺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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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雪山寶螺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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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白貓寶螺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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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阿拉伯寶螺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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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白星寶螺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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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母螺護卵是否改變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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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

(秋冬)(105/11/1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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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

(春夏)(106/4/1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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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106/4/19~6/29)

(海綿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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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

(春夏)(106/4/2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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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

(春夏)(106/5/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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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

(秋冬)(106/11/14~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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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

(小體型)(107/1/2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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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雪山寶螺成長記錄

(長、寬、高)

長 寬 高

0

0.5

1

1.5

2

2.5

3

3.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殼
長

(公
分

)

天數(天)

圖4-17 雪山寶螺母螺護卵期間殼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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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各類寶螺每月數量調查數量(潮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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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各類寶螺每月數量調查表(蝙蝠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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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每次雪山寶螺調查數量圖(潮境潮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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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每月雪山寶螺調查數量圖(蝙蝠洞潮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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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雪山寶螺野外體長變化(潮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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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雪山寶螺野外體長變化(蝙蝠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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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雪山寶螺在潮境潮間帶每月平均卵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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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雪山寶螺產卵母螺體長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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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 雪山寶螺平均數量與卵堆關係圖(潮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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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 雪山寶螺潮境潮間帶四季產卵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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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七、想知道不同環
境地形對雪山寶螺棲息
的影響？
(一) 方法：1.我們將潮境劃分
為甲(高高地低的大岩塊)、乙
(潮池與岩塊)、丙(地勢較高的
平台岩塊)，長期調查。
2.蝙蝠洞則以海溝兩側為調查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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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 不同地形雪山寶螺數量圖(潮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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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4 海溝兩側雪山寶螺數量圖(蝙蝠洞)

甲區(浪先進海溝再接觸) 乙區(先接觸到海浪)

(三) 發現與討論：1.甚麼地形不一定絕對重要，雪山寶螺
會出現在接近亞潮帶的岩塊上，有紅藻綠藻交雜、有石縫
的環境。
2.蝙蝠洞海溝兩側數量有明顯差異，會是因為海浪衝擊的
關係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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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尾器

♂♀

交尾器

雪山寶螺調
查區域

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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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區



伍、結論
一、潮境潮間帶共可發現10種寶螺，以雪山寶螺數量最多、也最穩定，主要棲息在低潮帶與亞潮帶之間的區域。
二、寶螺是夜行性生物，夜晚至少有2.5小時在移動，而白天也會有更換位置的情況。
三、寶螺的食性很雜，且每種寶螺食性不太一樣，除了藻類也會進食海綿等動物，雪山寶螺則以紅藻較喜愛。
四、進到潮間帶的雪山寶螺大多已達成熟狀態，不再成長，大約可存活2-3個月。
五、雪山寶螺數量穩定，幾乎一整年都可以見到，不過冬季數量較多。
六、雪山寶螺不會同時產卵，而是一年四季陸續產卵，產卵完母螺會有護卵行為。
七、雪山寶螺只要是紅綠藻交接處、有石縫、接近亞潮帶的區域都可能出現，不一定要是海蝕平台。
八、雪山寶螺會因為海浪沖擊而選擇衝擊力較弱的位置棲息。
九、藻類充足情況下，雪山寶螺並不會因漲退潮而離開棲息位置，因此大退潮時會裸露。
十、死後的雪山寶螺螺殼是會被寄居蟹利用，特別是寬胸細螯寄居蟹，但多數都沒有留在潮間帶。
十一、劃歸保育的區域(潮境)，雪山寶螺數量起伏較小，有助於牠們穩定永續繁衍。

研究八、想知道海浪沖擊對雪山寶螺棲息區域的影響？
※動機：因為蝙蝠洞海溝兩側的雪山寶螺數量明顯不同，是否海浪沖擊真的對雪山寶螺棲息造成影響？
(一) 方法與過程：◎步驟一：設法製造可自動重覆產生的浪 ◎步驟二：怎樣的桶子較適合 ◎步驟三：注水位置測試

◎步驟四：抽水馬達注水太強 ◎步驟五：魚缸內擺設 ◎步驟六：加大海浪沖擊力

3.藻類較多的區域，雪
山寶螺是可能一整晚停
留在岩塊上的。

※ 動機：這麼多的雪山寶螺，但卻很少看到以雪山寶螺為殼的寄居蟹，為何會如此呢？
(一)方法：1.利用退潮時，到潮間帶儘可能地找尋每個寶螺螺殼，靜置在小池子內，等寄居蟹伸出
腳來時，便拍下照片，再利用圖鑑比對寄居蟹種類。2.利用大退潮，以50cm*50cm方框隨機在雪山
寶螺出沒的區域取樣，記錄寶螺螺殼及寄居蟹種類。3.用方框在低潮帶隨機取樣，取樣六次，辨識
是哪種寄居蟹，再計算各種類數量。

研究十、想知道雪山寶螺與寄居蟹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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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不同寄居蟹進駐寶螺螺殼分析圖(中低潮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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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 雪山寶螺區域空螺殼調查圖(潮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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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3 雪山寶螺區域寄居蟹分布狀況(潮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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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現與討論：1.隨機抽樣的寄居蟹，發現有寶螺的機率很低，活體穩定可以出現50隻以上的
雪山，其實牠們的空殼都很少，這應該跟牠們棲息區域較靠海，又常裸露，一旦死亡，很可能就
被海水沖走，而紅花、腰斑、愛龍這些棲息在潮池的種類，在潮池內被沖走的機率便較低。

◎製作沖浪桶子 ◎運用廢棄桌椅 ◎架在魚缸上測試 ◎討論、繪製設計圖 ◎組裝測試 ◎魚缸內布置

◎架高20cm沖浪 ◎夜間攝影 ◎手繪設計圖

◎整組海浪衝擊裝置

海溝

(三)發現與討論：1. 離浪較
遠的甲區數量，比先接觸浪的
乙區要多很多。(圖8-1)
2.甲區還有7次是朝著浪的方
向離開岩塊，受浪的影響似乎
就沒有那麼大。(圖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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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 模擬甲乙區域雪山寶螺出現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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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2 雪山寶螺因應海浪移動狀況(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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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3雪山寶螺因應海浪移動狀況(甲區)

(一)方法：1.馬達抽水模擬漲退潮(測試讓進行時間可以延長至30分鐘)
2.搭配海浪衝擊同時進行 3.模擬夜間進行 4.裝置實驗魚缸

◎兩個大魚缸 ◎量測退潮馬達水位 ◎白天測試定時器

◎30秒一次的海浪沖擊◎漲潮時寶螺狀況 ◎退潮時寶螺狀況

研究九、想知道漲退潮對雪山寶螺活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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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 退潮後雪山寶螺狀況(寶螺裸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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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2 漲潮後雪山寶螺狀況(寶螺淹到水)

(三)發現與討論：1.雪山寶螺不管在退潮或是漲潮後，牠
們繼續留在岩塊上的比例都是最高的，這應該跟岩塊表面
充足的食物有關，退潮後離開的8隻都是靠近邊緣的，牠
們有機會往下方有水的地方移動，而且到有水的地方就不
再明顯移動，如果不確定哪個方向，似乎就不會離開，難
怪我們在大退潮時，可以見到不少雪山寶螺裸露在岩塊
上。(圖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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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3 雪山寶螺在岩塊平台上行為(退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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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4 雪山寶螺在岩塊平台上行為(漲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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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5 雪山寶螺在岩塊側面行為(漲潮後)

2.雪山寶螺在有食物的狀態下(平台上)，其實漲退潮對牠
們並沒有太大影響，大部分會待在平台上，但如果食物不
充足(側面岩塊、玻璃壁)，一旦水淹上來，牠們就會有很
明顯的爬行動作，由此可見，食物的充足與否，會決定牠們要不要爬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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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4：低潮帶寄居蟹組成分析

綠色細螯寄居蟹 光掌硬殼寄居蟹 不確定

2.為了更了解雪山寶螺空殼的狀況，我們也分別在雪山棲息區域的甲區、乙區調查空殼狀況，我們發現不論甲區或乙區，50*50方
框取樣的空殼，沒有一個是雪山寶螺，連其它種類的寶螺都沒有(圖10-2)，而且較靠海的乙區，寄居蟹的數量似乎有減少趨勢。
3.分析雪山寶螺區域寄居蟹的組成，雖然還是以綠色細螯寄居蟹居多(圖10-3)，不過靠海的乙區出現了猶豫寄居蟹，這種類並沒
有在之前調查的中低潮帶出現過(圖10-1)，顯然寄居蟹種類也隨著與海的距離而有所差異。
4.這個潮間帶中，綠色細螯寄居蟹是最大族群，難怪找到的空殼，大部分都是被綠色細螯寄居蟹寄住，並不是因為綠色細螯寄居
蟹比較會進駐寶螺螺殼(圖10-4)。
5.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種寬胸細螯寄居蟹，特別鍾愛像寶螺細扁開口的空殼，目前採集到的寬胸細螯寄居蟹，百分之百寄居在寶
螺或芋螺細口型的空殼，也就是寶螺空殼對特定種類寄居蟹是非常重要的，不應將牠們帶離潮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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